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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1916—1946），又名王文
杰，曾化名张熊，万荣县解店镇北
张户村人，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汾南游击大队大队长、
政治委员，稷山民主县政府公安
局局长。1946 年 10 月 1 日，惨遭
敌人杀害，时年 30岁。

王斌出生于农民家庭。他 9 岁
上私塾，中途辍学。15 岁到曲沃县
杂货铺当学徒。1925 年，红军由陕
入晋时，王斌受到进步读物和进
步人士的影响，加入“店员工会”。
1937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
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39 年冬，“晋西事变”后，他
参加牺盟会，随着山西新军二一
二旅到了晋东南地区。后来，他受
党 组 织 派 遣 到 青 干 队 战 工 团 工
作，在太岳区一带秘密活动。1945
年 8 月，王斌调任汾南游击大队大
队长、政治委员，兼任稷山民主县
政府公安局局长。

王斌以西村小学教师身份作
掩护，与高瑞儿、张治民等人在稷
王山下，配合太岳区五十五团在
丈八沟、望嘱村等地战斗，多次击
退敌军进攻。随后，他受党组织派
遣，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在稷王
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伪
汉奸，开辟稷王山区抗日革命根
据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王斌在稷王山一带成功组织了多
次知名战斗，保卫了稷王山红色
革命根据地，狠狠打击了日寇和
国民党匪军的嚣张气焰。敌寇一
提起王斌，全都闻风丧胆、抱头
鼠窜。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稷山县
城后，稷山抗日政府被迫迁驻黄
华峪。1938 年 4 月，抗日民主县
长陈捷第从情报员口中得知，县
城的日军要到乡宁“扫荡”，城
内空虚，于是与王斌联系，要求
游击大队全力配合夺取县城。王
斌带领游击大队迅速出击，一举
夺取县城。

进城后，游击大队打开仓库
为群众分粮，把日军抢来的七八
十头耕牛赶到城外的空地中让群
众认领，并对未逃走的伪军进行
训话，宣传抗日道理，让他们不要
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当驻扎在河
津的日军闻讯赶来增援时，游击
大队早已不见踪影。这次直捣敌
巢，灭了日寇威风，极大地鼓舞了游击大队
的士气。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六个师北
渡黄河，进犯太岳三分区，企图抢夺胜利果
实。1945 年 11 月，王斌兼任稷山民主县政府
公安局局长，与稷山县民主政府县长董警吾
等人秘密活动在稷王山、峨嵋岭一带，发展
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一次，阎锡山稷山保安队配合
编村武装，向驻扎在徐家崖的稷山
县民主政府进犯。王斌一方面命
令留守在徐家崖的河津武工队占
据有利地形，迎接战斗；另一方面
指挥驻扎在清河的汾南游击大队
火速赶来。在两支武装力量的强
势进攻下，王斌所在部队取得了保
卫根据地的胜利。这次战斗的胜
利激励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
仅西村乡桥南一带，就有 40 余名
青年加入抗战队伍。

1946 年 4 月 9 日，王斌获悉阎
锡山部队要从禹门口向侯马运送
一批武器弹药。他立即抽调 36 名
熟悉地形的战士，扮成农民，埋伏
于敌人的必经之路。待敌军运输队
进入伏击圈时，战士们一阵猛烈射
击，吓得敌人丢盔弃甲，抱头乱窜。
这一战俘敌 90 名，缴获机枪 69 挺，
步枪 40 余支，骡马 36 匹。随后，游
击队队员们换上敌军服装，押上缴
获物资，逃脱了敌军的盘查，安全
地将战利品转移到稷王山革命根
据地。

接着，公安一、二分队配合三
分区基干团、县大队，在杏花岭一
带，粉碎了阎锡山三十七师对根据
地的围攻。同年 6 月，汾南游击大
队在闻喜冰池一带击垮了万泉县
爱乡团的围攻。汾南游击大队在战
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
700 多人的革命队伍，能征善战、屡
建奇功，保卫和巩固了稷王山红色
革命根据地。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
协定。同年 9 月，驻守在稷王山的
敌军司令秦万生，纠集附近几县的
1000 余 名 匪 军 ，伙 同 阎 军 七 十 二
师、运城保安队的 800 人，对稷王
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残酷围剿。

遵照上级指示，王斌将武装力
量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他与董警
吾、王海清隐蔽于西村乡南仁村坚
持地下斗争。

1946 年 9 月 25 日，因叛徒告
密，董警吾、王斌等人在南仁村
执行任务时被阎军七十二师二一
六团逮捕，后被押送至运城。在
国民党驻运城专员兼保安司令谢
克俭的授意下，敌人把铁钉钉在
王斌身上。王斌受尽折磨，遍体
鳞伤。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和利
益引诱，他革命信念坚定，坚决
保守党的秘密，百辱不屈，大义

凛然，视死如归，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
员的英雄气概。经过 6 天“车轮战”式拷打审
问，10 月 1 日，阎匪在运城“洪炉台”（民主舞
台）召开所谓的“肃奸”大会，杀害了董警吾、
王斌等 10名共产党员。

临刑前，王斌、董警吾等人连声高呼“打
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
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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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志 光 （1910—1945）， 垣
曲县下古堆村人，1941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垣南县抗日政府
县 大 队 班 长 、 排 长 、 大 队 长 。
1945 年因叛徒告密被捕遇害，时
年 35岁。

1933 年 7 月的一天早上，一
个瘦弱的年轻人晕倒在今垣曲县
上 王 村 村 口 ， 被 好 心 的 村 民 搭
救。这个年轻人就是从河南逃荒
来的陈志光。

随后，陈志光在下古堆村娶
妻安家，过上了有家的日子。没
想到，好日子才刚开头，日本人
就侵占了垣曲县。

日寇在村里烧杀抢掠，引起
村民的愤慨。陈志光毅然投身革
命，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了垣南县抗日政府县
大队，在村里发动群众，开展武

装斗争，一次次掀起抗日高潮。
作战中，陈志光沉着冷静，

带领队员连续出击，多次抓获暗
藏在根据地的敌军谍报员，狠狠
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他不仅是日寇的眼中钉，也
是国民党特务贾真一的心头恨。
日寇曾几次到他家中抓他，贾真
一的部队也四处打探他的下落，
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天傍晚，天上下起瓢泼大
雨。日寇特务队再次偷袭下古堆
村。因陈志光不在家，就把他的
家人抓起来拉到河滩，逼他们说
出陈志光的下落。在得到否定的
回答后，穷凶极恶的日寇把陈志
光的家人残忍杀害，并再次来到
陈志光家，把他家洗劫一空，还
放火烧了房子。

1945 年 5 月 28 日，陈志光去

店头村执行任务，不幸被叛徒告
密。半夜，贾真一得知陈志光的
消息后喜出望外，急忙派人趁夜
色到店头村包围了陈志光的家，
封住所有门窗，在门外喊话逼陈
志光投降。

陈志光怒斥敌人，但难以摆
脱，决定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他趁敌不备，猛地冲出屋门，与敌
激烈搏斗，连续击倒三个敌人后，
因体力不支，被抓住。

被捕后，面对匪徒的威逼利
诱，陈志光怒斥道：“要杀要剐
随 你 们 ， 我 是 不 会 向 你 们 投 降
的！”

气 急 败 坏 的 敌 人 见 威 胁 无
望，就用刺刀戳进他的身体。鲜
红的血从刺刀尖上滴滴答答地流
下来，染红了陈志光的衣服，也
染红了他脚下的土地。

敌人狞笑着对陈志光说：“赶
紧投降吧！你在共产党那边是多
大的官，过来还给你多大的官，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陈志光鄙夷地看着他们，轻
蔑地说：“谁稀罕你们的官！用
不了几天，共产党的部队就要来
了。你们就如同秋后的蚂蚱，蹦
跶不了几天啦。”

话音未落，穷凶极恶的敌人
又 一 次 将 刺 刀 捅 进 陈 志 光 的 胸
膛。另外一个匪徒则搬起一块大
石头朝他的头部砸去。

弥留之际，陈志光拼尽全力
高 呼 ：“ 打 倒 日 寇 ！ 打 倒 匪 徒 ！
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日英雄陈志光就这样牺牲
了，但他英勇无畏、至死不降、
为革命献身的故事，会一代代流
传下去。

多次抓获敌军“眼线” 殊死搏斗至死不降

垣南县抗日政府县大队大队长陈志光

王鹤清（？—1938），永济市城北街道
任 家 庄 村 人 ，1929 年 12 月 加 入 共 产 党 。
1930 年 8 月至 1934 年 4 月任中共永济县支
部委员，1938 年 6 月任永济县人民武装自
卫队第五大队大队长，1938 年 11 月被日军
杀害。

1929 年 8 月的一天，嘉康杰在虞临永
三县交界处的西开张小学介绍李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李荣迅速发展张子英、于保安
成为共产党员。随后，中共永济第一个地
下党组织——中共虞临永支部宣告成立。
王鹤清就是这个组织的第四名成员。

1938 年 3 月，日寇入侵永济后，身为
小学教师的王鹤清，率先投笔从戎，组建
一支抗日武装，并积极参与收复蒲州城等
战斗。

同年 6 月，王鹤清受党组织委派，参
与组建“中条山第三游击纵队”工作。

纵队组建后，王鹤清带领游击队开展
斗争，在临晋一带偷袭日军炮楼、袭击日
军运输车队、围剿日伪军林凤天部队，还
通过攻心战术收编伪军 60 多人，有效地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引起了日伪的恐
慌。

于是，日伪加派重兵对王鹤清的游击
队进行围剿。

一 天 ， 王 鹤 清 的 部 队 在 长 宁 、 杨
杏 村 驻 地 遭 到 日 军 伏 击 。 在 敌 众 我 寡
且 仓 促 应 战 的 情 况 下 ， 同 行 的 王 光 甫
率 先 带 领 部 队 转 移 到 马 铺 头 一 带 。 一
股 日 军 尾 随 紧 逼 。

王鹤清则率领第五大队与其余日军交
战。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王鹤清带着队
员，依靠有利地形，以中条山前坡的林
木、石头作掩护，边战边撤。

他们拼死抵抗，浴血奋战了两天两
夜，才突破重围，撤退到原虞乡县与临
晋 县 的 边 界 。 但 是 ， 敌 人 依 然 紧 咬 不
放。

最后，日伪军在临晋吉令村包围了王
鹤清的部队，企图以消耗力量的办法，让
其弹尽粮绝。

日军想要抓活口，便派人送信劝降，
不断喊话鼓动王鹤清倒戈。

这时，王光甫部队已被打散、不知吉
凶，王鹤清部队身处包围圈内孤立无援。

危 急 时 刻 ， 王 鹤 清 和 二 大 队 大 队
长 景 翼 云 积 极 组 织 队 员 抵 抗 。 但 由 于
队 伍 里 多 是 新 兵 ， 缺 乏 严 格 的 军 事 训
练 ， 没 有 成 功 。 日 军 攻 进 村 子 ， 挨 家
挨 户 搜 查 游 击 队 队 员 。 队 员 们 一 部 分
战 死 ， 一 部 分 溃 散 。

队伍被打散后，王鹤清带着几名队员
藏进一户村民的红薯窖里，不幸被敌人发
现。

敌人在窖口喊话：“放下武器！归顺
有赏！”

地窖中的王鹤清抱着必死的决心，拒
不投敌。

日军气急败坏，在窖口堆满柴草，撒
上辣椒面点燃柴草，并用扬麦子的扇车持
续煽火。

浓密的烟雾顺着地窖口灌入窖内。窖
内满是浓烟，窖外敌军仍大呼：“放下武
器！归顺有赏！”

景翼云低下头，爬出地窖，举手投
降。王鹤清和几个队员则宁死不屈、被活
活熏死在红薯窖里。

事后，王鹤清的家人偷偷运回他的尸
体并掩埋。凶残的敌人知道后刨坟曝尸。
他们割下王鹤清的头颅，悬挂在高市村北
的官路上示众。

烈士尸骨未寒，日寇又到他的家里折
磨他的父亲。老人身中 13弹后含恨而死。

即 便 如 此 ， 日 寇 仍 未 停 止 残 酷 暴
行 。 在 一 个 风 雪 交 加 的 夜 晚 ， 敌 人 又
一 次 包 抄 了 王 家 ， 王 鹤 清 的 弟 弟 和 弟
媳 双 双 遇 难 。

投笔从戎打击日寇 宁死不屈满门忠烈

中共永济县支部委员王鹤清

杨 思 明 （1918—1942）， 字
亮卿，猗氏县 （现临猗县） 黄仪
南 村 人 。 1938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939 年任汾南第二游击支队
二大队政治指导员，1941 年组建
浮山游击队，1942 年在战斗中被
敌人活埋，年仅 24岁。

1934 年，杨思明考入运城明
日中学读书。在校时，他积极参
加各种抗日救国活动，逐步从一
个性格内向的青年成长为热血沸
腾的抗日活跃分子。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运
城各校学生被迫停课，纷纷发动
群众，准备斗争。杨思明与同学
李中和、赵振德、路林峰等人加
入牺盟会。

1938 年 1 月，他加入猗氏县
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一中队，任
工作员。

同年 3 月，日军第一次侵占
猗氏县。这时，杨思明的父亲病
故，他匆忙回家将老人安葬后，
便到焦家营、马家窑一带从事抗
日工作。这一年，杨思明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8 年 4 月，汾南各县人民

武装合并组成政卫第一支队。其
中，二大队五中队经充实改编为
猗 氏 县 公 安 局 ， 并 成 立 秘 密 支
部，由局长、指导员吴林泉担任
支部书记，杨思明任副书记。

猗氏县自卫队主力被抽走以
后，县公安局武装负责抗日根据
地 及 抗 日 政 府 的 警 戒 工 作 。 同
时，配合游击队和自卫队寻找机
会反抗日军的破坏活动，打击敌
人的嚣张气焰。

1939 年春，阎锡山召开秋林
会议，组建精神建设委员会，为
准备投降制造舆论。同年 6 月，
派遣特派员李鸿藻来到抗日根据
地焦家营。李鸿藻到任第三天，
便 到 猗 氏 县 公 安 局 进 行 “ 视
察”。他不讲抗日，却大谈阎锡
山的“二的哲学”，遭到杨思明
和工作员苗安良的质疑和反对。
事后，李鸿藻向阎锡山特务机关
打报告，说猗氏县公安局干部都
是“赤化透了的共产党”。

秋天，自称抗日的李振绪，
带着百余人在猗氏县北坡活动。
他们不主动抗日，而是秘密发展
青帮，甚至将封建思想渗透到公
安局战士中。杨思明察觉后，便
向干部、战士讲明道理，严禁官
兵参加这种组织。

一 次 ， 李 振 绪 借 口 伏 击 日
军 ， 要 求 猗 氏 县 公 安 局 配 合 行
动。行军途中，杨思明获悉李振
绪此行实则是要设伏杀他，便果
断将部队带回。

8 月 20 日，李振绪又一次包
围 猗 氏 县 公 安 局 ， 企 图 收 编 他
们。由于杨思明的警觉，李振绪
并未成功。

1939 年 冬 ， 阎 锡 山 发 动 了
“十二月事变”。为了粉碎阎锡山
的反共投降阴谋，根据朱德总司
令的指示，汾南所有革命武装集
中开赴沁源县，与决死一纵队汇
合 。 他 们 召 开 反 顽 讨 逆 誓 师 大
会，宣布改编为汾南第二游击支
队，猗氏县公安局被编为第二大
队，上官敬信为大队长，杨思明

任政治指导员。
随后，他们从丈八沟出发，

开始了行军 700 里的“小长征”。
他们蹚过莲花冰池，闯过隘口险
要，越过曲沃日伪碉堡群……经
过 11 个昼夜的跋涉，军队到达目
的地。这时，二大队被改编为二
一二旅五十四团三营八连，杨思
明任连指导员。

1941 年 5 月，二一二旅从沁
源南下，开辟太岳南部抗日根据
地 ， 杨 思 明 奉 命 组 建 浮 山 游 击
队。在他的发动和组织下，很快
组建起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

1942 年，政治斗争和军事形
势更为险恶，游击队不仅要“前
门打虎”，还要“后门防狼”。一
次，游击队在袭击日军后，遭到
阎锡山六十一军的袭击。杨思明
立即组织队员突围。当大部分队
员冲出重围后，他却身负重伤，
被敌人俘虏。敌人对他进行了残
酷的折磨，杨思明宁死不屈，最
后被敌人活埋在浮山县，至今忠
骨难寻。

“前门打虎”反抗日伪 “后门防狼”智斗阎匪

浮山游击队创建人杨思明

姚银德（1923—1943），又名文
童，河津市张家庙村人，1939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是河津年
龄最小的党员。1943 年 11 月在与
日军作战中牺牲，年仅 20岁。

姚 银 德 ，1923 年 出 生 于 一 个
中农家庭。祖父、父亲都是农民，家
中兄弟姊妹多，生活较为困难。10
岁时，姚银德被过继给三叔为子。
不久，三婶离开人世。

当时的张家庙是个小村庄，共
30 户人家，大多数村民在邻村的
地主、富农家靠扛长工为生，日子
过得十分辛苦。14 岁时，姚银德被
迫辍学，参与到繁重的劳动中，逐
渐养成倔强沉闷的性格。

日军侵占河津县城后，地下县
委经常在张家庙一带活动。

1939 年 1 月 ，经 县 党 支 部 通
过、区委批准，破格接收年满 15 周
岁的姚银德为预备党员。

他入党后接受的第一个考验
是，在积极参加党组织生活的同
时，将所学传授给党小组组长毛收
子。每次党员生活会，他都积极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顺利传达
党内文件，他多次教毛收子识字。

党 组 织 对 他 的 第 二 个 考 验
是严守党的机密。当年夏收时，
乡吉特委要一个青年党员学习军
事 知 识 ， 县 委 决 定 派 姚 银 德 前
去。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县委放
出风声说：“土匪将姚银德抓走
了。”半个月后，姚银德结束学习
回到村里。他向三叔解释说，他
被二战区官兵抓去山上带路，险
些逃不回来。如此一来，不仅消
除了三叔对他未参与夏收劳作的
怨气，还应付了村里人对他的猜

疑，守住了党的机密。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在河津

的 反 动 军 政 人 员 派 “ 安 抚 赈 济
团”在村里搞反共宣传，封闭牺
盟会，收买叛徒，残杀进步青年。在
张家庙村，敌首魏明月带领纠查队
百余人，全副武装，挨户巡查，围困
了整整两天，并定于腊月二十五日
在南辛兴集会时，将抓获的进步青
年斩首示众。

那时，地下县委恰巧在距刑场
不足百米的高峰家开会，县委临时
指派姚银德负责放哨。他以割草为
名，监视过往行人，确保县委会议
顺利结束。

1940 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姚银德知道张家庙党小组既是地
下县委每月接头的地方，又担负着
乡吉特委联络总站的任务。他主动
劝三叔姚鸿飞担任村长，并把党小
组组长毛收子请到他家扛活。这样
一来，方便他与毛收子协作配合。
随后，县委让姚银德担任政治交通
员。

这年夏收时，县城西太阳党支
部报告说，他们支部有个姓王的党
员，和驻禹门口蒋军预备第一师团
政治部主任黄龙吉勾结，在村内发
展假党员。县委得知后，决定让姚
银德立即处决这个叛徒。

但县委考虑到，姚银德年龄尚
小，此次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一路
上，既要到西庄村叫上冯保娃带
路，又要绕过县城日军盘踞点，还
得防止西滩雷文清土匪破坏。

面对县委的担忧，姚银德擦洗
好枪筒和子弹，向县委坚定保证：

“一定完成任务！”
当晚 9 点，姚银德出发执行任

务。第二天天刚亮，姚银德便平安
凯旋。他一见高峰就激动地说：“我
们将那个叛徒砸死在太阳村西的
水井里了。”

1940 年冬，在家里人的安排
下，姚银德和一个小脚女子赵麻
利结了婚。结婚后，姚银德时常
在油灯下教妻子认字，给她讲革
命道理。在丈夫的教育引导下，
赵麻利也自觉承担起军队的后勤
保障工作，给大家缝鞋袜、做衣
服。

1942 年夏，县委派姚银德以
个 人 名 义 参 加 阎 锡 山 的 政 卫 团

（敌工团）。不久，他当上编村团
长。这时，县委又任命他为政治
保卫员。

当时的张家庙村不仅有阎顽
的八十三军和教三总队武装运粮
组，还有日伪特务窜入作乱，情况
复杂。

这年秋天，晋西南地委全部委
员在北里马平定的住处和张家庙
高峰的住处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姚
银德、杨建兴等同志负责保卫工
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

姚银德不仅善于团结群众，而
且还坚定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他
对同志亲如兄弟，对敌人恨之入
骨。组织上派他参加敌人的政卫团
后，团长等人处处刁难他，将他调
到反动的特工队。他到那里后，积
极团结进步青年，很快和几个青年
成为拜把兄弟。

1943 年 11 月，日寇强迫河津
县人民在北山下挖了一条“遮断
沟”，将阎锡山和日军的统治区划
分开来，目的是想截断共产党组织
和乡吉特委的联系。

一天下午，高峰在赵家庄村
碰见敌人的特工队带着姚银德往
北山方向撤退。高峰想要姚银德
迅速告假返村，又怕引起敌军怀
疑 ， 暴 露 身 份 。 两 人 虽 距 离 不
远，但未能说话，谁知这一见竟
成了永别。

11 月 16 日，敌特工队从张吴
行至寺沟口。到了东山腰，他们发
现日寇封锁了所有山口，队长带上
亲信争先逃命，只留下机枪手姚银
德率领十多名青年就地和日军激
烈战斗。日军从四周蜂拥而至。仅
十多分钟，他们打死、打伤日军 20
余人。

由于粮尽弹绝，姚银德只好用
枪托和日军搏斗，和其余几个青年
不幸被俘。他们被五花大绑带到稷
山县阳平村日伪碉堡内接受审讯。

日军对姚银德严刑拷打，企图
从他口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但姚
银德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惨无人
道的日军便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
让新兵用刺刀将其杀害，并将他的
尸体丢进水井。

姚银德被日军杀害的噩耗传
到张家庙村，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
涕。县委派人从敌人的“虎口”中搬
回姚银德的尸体。

他的遗体被人从井内捞出时，
早已面目全非，只能依靠其脚上鞋
子的花纹识别出是姚银德。

随后，县委一致通过，认定
姚银德同志为模范共产党员，还
将姚银德的遗体安葬在他生前第
一次练习射击的地方，并举行追
悼会。

新中国成立后，姚银德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

夜出晓归击毙叛徒 狭路相逢勇斗日寇

河津年龄最小的党员姚银德


